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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应用现状及建设需求调研报告

——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王利　周雪飞　韩少锋　游亮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市　102206

摘　要：智慧教室作为智慧教学的重要实施载体正成为高等学校新基建的热点，为更准确描述智慧教室建设需求和定位，

本文在分析智慧教室的建设背景上，对师生进行调研，结合财经类高校教学实际，对智慧教室建设进行较为详细的需求分析，

希望对实际建设和应用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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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智慧教室建设正成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热点，《教

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

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1]明确指出应完善智慧教学设施，

提升通用教室多媒体教学装备水平，支持互动反馈、高清直

播录播等教学方式。《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

化工作的通知》[2] 将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统筹协调、提高教

育数据管理水平等几项作为重点任务。教育部印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
[3] 指标体系也将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融合、加强信息化

教学环境与资源建设情况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项审核重点。

智慧教室是教学改革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方向，随

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出现了新型教学模式，需要建设与之相适

应的学习环境以支持新型教学模式开展。

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内容

呈现、课堂交互、数据获取和分析提供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支

持，拓宽了教学时空，是智慧学习环境建设的重要支撑。

智慧教室的建设目标在于搭建智慧教学的支撑环境，促

进课堂交互开展，感知学习行为，支撑个性化学习和协作学习，

为教学过程评价和反思提升提供数据依据。同时，要保证操

作简便、运行可靠，降低教师学习成本和环境运维难度。

2.	 研究思路

本课题通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方式，面向师生对现

有教室（含智慧教室）应用和智慧教室建设需求进行调研，结

合教学管理和教室运维等使用要求，对智慧教室建设需求进行

全面深入分析，希望对于融合智慧教学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3.	 研究发现

本课题主要面向本科生和教师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

教师问卷 232 份，其中 229 位授课教师，3 位其他岗教师，

所有教师均应用过教室设备；回收有效学生问卷 803 份，其

中 787 位本科生，涵盖全部本科学生单位，占比 98.01%；3

位研究生，占比 0.37%；13 位预科生，占比 1.62%。访谈对

象主要是过去一个学期在智慧教室有本科生课程的教师，采

取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两种方式开展。

3.1.	 现状分析

3.1.1. 教室基础多媒体设备稳定性和使用满意度不高

表 1　多媒体教室满意度统计表

分类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教师 13.79% 43.53% 26.29% 9.48% 6.9%

学生 37.36% 8.11% 18.68% 4.11% 1.74%

教师中“基本不自带设备用于教学”占比最高-37.93%，

其次“偶尔自带设备”占 21.12%，“每次都自带”占

14.66%，“从不自带设备”占 16.81%。

相对而言，每次均自带设备上课的教师对教室设备的

满意度低于其他教师，使用教室多媒体设备时遇到过问题的

学生对教室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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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自带设备上课频率对多媒体教室设备质量满意度的差异

图 2 学生使用教室设备是否遇到过问题对多媒体教室设备质量满意

度的差异

3.1.2. 现有多媒体教室设备稳定性较差，出现问题的机

率较高

关于在教室遇到的问题，学生问卷分为自己上课时见

到教师遇到的问题和自己使用教室设备遇到的问题两项，

“您所上的课程中是否有授课教师遇到过设备问题”一项，

803 名学生有 62.14% 的学生表示遇到过。

表 2　多媒体教室常见设备问题统计表

中控设备故
障或不稳定

投影或大屏
质量不佳

音响不清晰
或有噪音

软件操作不
便 其他

教师授课 37.07% 40.09% 40.52% 35.78% 21.98%

学生听课 64.53% 42.89% 54.91% 27.25% 3.21%

学生使用 55.47% 41.61% 40.88% 42.34% 12.41%

注：此项为多选题，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

÷ 有效答卷份数，因此填写人数比例总和会超过百分之

一百。

教师反馈的其他问题包括幕布遮盖黑板较大面积影响

板书书写、长条形教室后排看不清投影、固定桌椅无法分组、

自带设备时缺少合适的线等。

3.1.3. 智慧教室宣传及培训有待加强

232 位教师中 51 位教师（21.98%）表示使用过智慧教

室，41.38% 没有使用过，36.64% 的人不清楚哪些是智慧教

室。803 位学生中 31.13% 在智慧教室上过课，24.66% 的人

没有上过，44.21%的人不知道哪些是智慧教室。由此可见，

学校对于智慧教室的建设、宣传和培训都有待加强。

确定使用过智慧教室的 51 位教师和 250 位学生关于智

慧教室设施和服务的满意度师生问卷数据如下：

表 3　智慧教室设备和服务满意度统计表

分类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未填写

教师 27.45% 37.25% 13.73% 11.76% 3.92% 5.88%

学生 40% 38.8% 15.6% 1.6% 0.8% 3.2%

3.1.4.	智慧教室使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关于在使用智慧教室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或挑战（多选），

51位教师“操作不便”占比最高，为33.33%，250位学生“网

络不稳定”占比最高，为 32.8%。

表 4　智慧教室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统计表

硬件不
完善

软件或
资源不

足

网络不
稳定

操作不
简便

技术支
持不足

桌椅量
不够 其他 未填

教师 29.41% 23.53% 25.49% 33.33% 27.45% 17.65% 13.73% 5.88%

学生 29.2% 24.8% 32.8% 21.2% 22.8% 20.8% 3.6% 9.6%

可见，教师对操作是否简便和技术支持更关注；学生

对于网络流畅度有更高需求，访谈时教师表示会在课前将所

需材料准备齐全，减少使用网络；在线硬件设备和软件及资

源的方面师生的关注度差不多。

结合面对面访谈情况，师生反馈的其他问题还包括：

智慧教室数量少、建议增加更大座位数的可分组教室、投屏

不成功、圆形讨论桌影响看黑板、插头太少、桌椅不舒服等。

3.2.	 师生关于智慧教室建设的建议

3.2.1. 教室设备需重点关注设备质量、系统稳定性和操

作便捷性

关于多媒体教室设备改进意见，师生问卷主要集中在

设备质量、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三项，配套教学资源和

技术支持两项学生的需求高于教师。

表 5　多媒体教室设备改进方向意见统计表

设备质量 系统稳定
性

操作便捷
性

配套教学
资源

技术支持
和培训 其他

教师 64.66% 53.88% 45.69% 25.86% 20.69% 7.33%

学生 63.14% 64.38% 53.8% 40.97% 36.3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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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智慧教室的建设 , 提供更多互动功能和资源支持

关于智慧教室的需求，232 位参与问卷的教师反馈中，

便捷的互动（55.17%）、灵活的资源获取和共享（58.62%）、

教学视频录制管理（53.88%）三项均超半数，说明教师重

视环境对高互动性协作性教学的支撑，以及对资源自主控制

和灵活发布的操作，比如板书保存发布、一键录制视频、自

主编辑发布等。

803 位学生问卷反馈，便捷的互动（70.73%）和灵活的

资源获取（69.86%）两项远高于其他选项，说明学生对于

互动协作和资源获取有着强烈需求；教学视频录制（52.68%）

和在线互动教学（43.34%）与教师问卷比例相当。

表 6　师生对智慧教室建设意见统计表

分类 便捷的
互动

灵活的
资源获
取和共

享

教学视
频录制

在线互
动教学

个性化
学习推

荐

全面的
数据分

析

更环保
节能

其他
补充

教师 55.17% 58.62% 53.88% 49.14% 23.28% 20.69% 21.12% 7.76%

学生 70.73% 69.86% 52.68% 43.34% 38.61% -- 31.88% 2.74%

总体而言，师生需求主要集中在提高课堂互动性、资

源获取和共享的便捷性、教学视频的管理与利用、在线互动

教学的支持等方面，同时也关注个性化学习、教学质量评估

以及教室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

3.2.3. 智慧教室建设的其他建议

结合问卷中师生建议和访谈情况，关于智慧教室的其

他需求包括：

（1）设备及操作相关

	 面部识别、主动考勤；

	 自动为教学视频配字幕，自动对视频打标记；

	 便捷投屏，提供无线同屏设备

	 板书一键保存和发送；

（2）配套资源和培训相关

	 智慧教室与教学平台数据无缝连接

	 提供配套智慧软件或系统；

	 提供教学教法研讨培训；

（3）网络及安全相关

	 便捷访问校内外网络资源；

	 保护师生信息隐私安全，不泄露课程内容、学生发

言、学生面容；

	 视频录制及管理权限严格，防止教学资源被盗用或

被随意传播；

	 保护教师的教学资源的知识产权；

3.3.	 关于智慧教室建设的其他建议

3.3.1. 加强教师教学方法培训，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250 位曾在智慧教室上课的学生问卷反馈教师采用的授

课方式，内容讲授 215(86%)，小组讨论 155(62%)，学生汇

报 150(60%)，任务探究 86(34.4%)，即时问答反馈 55(22%)，

几项均高未在智慧教室上过课的学生和不清楚哪些是智慧

教室的学生。

教师曾采用“利用系统即时反馈”授课方式的学生对

于智慧教室设施的满意度高于其他授课方式的比例。

图 3　教师授课方式统计表

（按学生是否曾在智慧教室分类）

图 4　学生对智慧教室满意度统计表

（按教师授课方式分类）

由此可见，采用更多灵活授课方式，利用新型工具的

课堂，即使不参考学生对学习效果的满意情况，仅从教室设

施角度来看，学生的满意度更高。

根据问卷和访谈，很多教师对于应用新型教室改进教

学有很强兴趣，但由于不会使用、缺乏教学示范案例等原因，

不能充分利用智慧教室。

3.3.2. 加强智慧教室宣传和培训

加强智慧教室的宣传，开展定期培训或开设线上培训

课程，介绍教室的类型、特点、操作等，并建设不同学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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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课程的智慧教室应用示范案例给教师参考。

3.3.3. 建设融合学习空间，协同开展物理环境和教学平

台建设

在考虑物理空间硬件建设需求基础上，协同建设配套

的网络学习空间，保证线上线下教学过程流畅、数据统一、

无缝衔接，建设融合统一的学习空间，增强学习体验，提升

教学质量。

3.3.4. 加强平台和教学资源建设，线上线下形成教、学、

评、测、管闭环

加强教学平台建设，提供完善的数据统计分析，便于

教师随时根据学习统计分析结果改进教学策略，以及为学生

提供差异化教学指导；建设丰富的学习资源，便于学生根据

个人需求进行个性化学习，提供实时互动反馈，增强学生学

习体验。

3.3.5. 积极倾听师生意见和建议

关于是否愿意参与智慧教室建设，师生均表现了较

高的意愿，105 位（45.26%）教师“非常愿意”，107 位

(46.12%)“愿意”；学生中 415 位（51.68%）“非常愿意”，

325 位 (40.47%)“愿意”。

师生是学习环境的最终使用者，在建设过程中，尤其

是需求采集阶段，建设单位应充分征求师生意见，深入课堂，

结合学科特点及教学班规模等实际情况，进行详尽分析，再

出具合理的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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